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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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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文化走出去”迈出坚实一步。上博与徐州
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不朽的玉甲——中
国汉代文物精品展”6月 24日在匈牙利莫拉·弗朗茨博物馆
开幕，这是上博“百物看中国”全球巡回展首展。开幕日正
值匈牙利的博物馆日，盛况空前，展览开放至晚上 12时，当
天吸引近万名观众入场，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次展览共展出 111件/组汉代精品文物，涵盖玉器、漆
器、陶器、青铜器、印章、石刻、钱币等多个门类。汉代中国
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与丝
绸之路的彼端罗马帝国遥相辉映。开辟于汉代的丝绸之
路延绵万里，延续至今，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
的重要桥梁。为全面展示汉王朝掠影，上海博物馆为展览
甄选馆藏 86件/组汉代文物，包括玉买地券、四灵纹玉胜、
吴向里车马画像镜、“长陵丞印”封泥等。“生活的艺术”

“敦睦的智慧”“信仰的光芒”和“丝路的繁盛”四大单元通
俗易懂地展现中国历史上黄金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探讨中华文明的文脉传承，推进海外观众对中国古代艺术
与文化的认识与了解。

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
2017年，上海博物馆曾举办来自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茜茜
公主与匈牙利：17世纪至19世纪匈牙利贵族生活”展；2019年
为中国和匈牙利建交 70周年，上博曾举办“丝绸之路上的
中国和匈牙利：钱币的旅程”展览。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匈牙利是最早与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又是我们“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合
作伙伴，上博选择本次展览作为“百物看中国”文物艺术出
境大展系列首展，希望能够使匈牙利的观众进一步了解
2000年前的中国汉代历史、文化和艺术风貌，同时开启更
多探讨中华文明文脉传承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对话，更好
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之间的文化相通和民心相通，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
看到中国。

“百物看中国”文物艺术出境大展系列是上海博物馆首
个“文化走出去”品牌，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12月 31日，预计
将在多国巡回展出。 （据《新民晚报》）

据新华社郑州电 记者近日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获悉，考古人员在河南信阳城阳城遗址八号墓葬内发现了
大量圆形植物包裹。研究发现，包裹外部为槲叶，内部为水
稻、黍等粮食，这些槲叶粮食包裹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
的最古老的粽子。

信阳城阳城遗址八号墓发掘现场负责人武志江介绍，八
号墓是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国贵族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坐西
向东，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椁室中
后室的木案上，发现了大量用叶子包着的圆形包裹。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植物与寄生物考古实验室主任蓝万里说，通
过测量，包裹的直径约10厘米至15厘米，厚3厘米至5厘米。

考古人员通过体视显微镜分析发现，40个完整包裹内有39个
里面装的是没有脱壳、没有煮过的稻谷，另外1个装的是黍。

“为了判断包裹这些稻谷和黍的植物叶子，我们找来同
种类现生叶子进行比对，通过拼合各个部分的残片，根据叶
形、叶缘、尺寸、叶脉形态等特征，最后判断圆形包裹外的植
物叶子是槲叶。”蓝万里说，槲叶是壳斗科植物槲树的叶子，
现在豫西一带依旧流传着食用槲叶粽子的习俗，也叫槲包。

“楚国槲叶包，如今端午粽。先民们的饮食痕迹，以文物为
载体，跨越千年，见证着中华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蓝万里说。

河南考古发现距今
2000 多年的粽子

演员在公祭伏羲大典上表演乐舞告祭仪式。
近日，2023（癸卯）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

肃省天水市举行。 新华社发

上博开启“百物看中国”
全球巡展

6 月 24 日，观众在成都博物馆内参观“汉字中国——方
正之间的中华文明”展览。

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观展。展
览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220 件重要文
物，其中一级文物 70 件，珍贵文物占 90%
以上，是成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水平最高、
珍贵文物占比最重的展览。新华社发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四十九） 高台寺高台寺
张 嵩

>>>>>>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莉：

创新漆器 使用是最好的传承

创新彩色雕漆隐花工艺
让使用成为最好的传承

割漆、制漆、设计、制胎、漆工、装饰、清
光、抛光……杨莉介绍，制作漆艺的步骤，大
约就是这些。之所以说“大约”，是因为不同
的漆器，使用的工序也不尽相同。但是成都
漆艺亘古不变的要求，就是使用天然大漆。
天然大漆是通过割破漆树树皮收集的一种
原料。“天然大漆优于任何一种化学漆，经过
几千年的时间，也可以保留光泽和基本的面
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碗，就
是证明。”这一只朱红漆碗，将中国的漆艺发
展史追溯到距今约七千年前。

“我们常说，做漆器需要72道工序，也就
是说，最简单的作品也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来完成。像是这种大的漆画作品，”杨莉指着
身后长约2米的漆画《丝路友谊》说，“需要1年
左右的时间才能做完。”时间越长，需要运用的
技术自然也就越多。

杨莉的创新不只是在技艺上。她指着
展示柜中的一件方盒介绍道，这看似古色
古香的方盒上，“小蜜蜂”却在跳着芭蕾舞。

杨莉介绍，自己在制作这件作品的时候，
用丝金的方式在一整块金属上雕出了八只穿着
芭蕾舞裙、正在跳舞的小蜜蜂。装饰在“小蜜
蜂”周边的，也是现代的卷草花纹样。真正的传
统纹样，只在方盒最外圈的花纹。除此之外，杨
莉还在每只小蜜蜂的翅膀处以螺钿进行装饰。

杨莉还试着将较高的漆器价格降下来，
让漆器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她试着用
青花瓷、陶器、建盏等材料作为漆器的胎，如
此便可以省掉部分工艺，价格自然也能降低
一些。“我们小时候，漆器就是融入生活的。
碗、筷子、提篮都是漆器。但是现在好像更
多地变成了摆件、工艺品。如果我们想把漆
艺传承下去，就应该更多地使用它，漆器才
会有更大的市场。”杨莉说。

初夏，记者走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都漆艺代表性传承人
杨莉（艺名杨莉尔倩）的工作室。这里陈列
着她过往许多的优秀作品，如《丝路友谊》

《九歌湘君漆盘》等，也记录了漆艺在她手
中的创新与变化。

杨莉 1975年考入四川工艺美术
公司，主动要求分入成都漆器厂后，开
始学习制作漆器。因为本身就有画画
的底子，又跟着多位师傅学习，汲取众
家之长，很快成为出色的漆艺人。

杨莉最喜欢做的纹样就是龙凤，
特别是龙的纹样。“我喜欢龙的纹样，
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图腾。”杨莉说，

“虽然很多人都在做龙，难免会被人
比较，但是我不怕被比较，我就是喜
欢做这个。”杨莉这种强大与勇敢，在
最困难的时候，支撑着她坚持下来。

在成都漆器厂改制后，杨莉也
有过能够留在厂里的机会。但考虑
到留在厂里后，可能没有制作漆器的
机会，需要转向销售，经过深思熟
虑，杨莉决定离开漆器厂，成立自己
的工作室。她开始招收徒弟。那段
时间，因为徒弟也没有收入，所以杨
莉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在广告
公司画画，其余的时间都花在了漆艺
上。再难，也好过不做这门手艺。“如

果不做手艺了，我会非常难过。”后
来，杨莉在某酒店美工部担任负责
人，由此把漆器带进了大酒店，让更
多人能够见到这一项成都非遗技艺。

现在，杨莉的儿子辞掉了工程师
的工作，和母亲一起担起成都漆艺传
承与发展的责任。“他太喜欢漆器了。
现在包括我儿媳、儿媳的妹妹，也一起
加入了工作室。”一家人把工作室扩建
为公司，逐步完善方方面面的工作。
他们在全国各地寻找合作人，用自己
擅长的技艺，例如设计和装饰，去跟别
人做技术上的合作和交换。“这样合作
出来的东西价格亲民，也更吸引人。”

谈及自己对匠心的理解，杨莉
说：“我觉得坚持匠心，就是坚持初
心。我们的初心是要做好漆器，赋予
它们更强大的生命力。落实到我们
自己身上，就是搞好传承，做好自己
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匠心的初衷，
也是它最终的目的。”

（据《华西都市报》）

传承发展成都漆艺 赋予其更强大生命力

大型公益红色儿童话剧《我和我
的队歌》近日在厦门正式与观众见面，
生动再现发生在 1958年厦金两岸“八
二三炮战”中厦门何厝小学“英雄小八
路”的英勇事迹。

此次演出由厦门思明区委宣传部
主办，厦门市影视剧本学会等单位联
合创排。主办方称，用“英雄小八路”
的事迹创作这台话剧对教育新时代青
少年具有现实意义，希望激发少年儿
童的爱国爱民情怀，和争做祖国建设
接班人的理想信念。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
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1978年，
这首朗朗上口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被确立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它的发源地正是何厝小学。

儿童话剧《我和我的队歌》上演
再现厦门“英雄小八路”事迹

国家一级演员张蓓表示，用戏剧
艺术形式讲述厦门本土历史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让参演的少年儿童在排
演过程中汲取丰富的精神滋养，也让
现场的观众感受穿越时空的红色力量
与信仰。

据介绍，自去年 5月开始筹备该项
目起，从剧本创作、演员选拔、排练到
舞美、灯光、服装、道具等的准备历经
了近一年时间，经历两次修改剧本、更
换演员，主创团队和小演员们均克服
了重重困难。

国家二级演员张婷婷介绍说，为
帮助小演员加强对剧情的理解、提升
他们的表演能力，剧组反复进行针对
性训练，每周排练 2-3次，“有这样的坚
持和毅力，才有最终出色的演出。大
家拧成一股绳一同克服困难，也是一
种正能量的诠释。”（据中国新闻网）

大型公益红色儿童话剧《我和我的
队歌》在厦门正式与观众见面。

杨莉喜欢做的龙凤纹样。

高台寺在宁夏的历史上曾经辉煌一高台寺在宁夏的历史上曾经辉煌一
时时，，真实反映了西夏时期佛教发展的盛真实反映了西夏时期佛教发展的盛
况况。。10381038年年，，西夏立国西夏立国，，名曰大白高国名曰大白高国，，
开国皇帝李元昊开国皇帝李元昊（（嵬名曩霄嵬名曩霄））信奉佛教信奉佛教，，
就在都城兴庆府就在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市今银川市））东的黄河岸东的黄河岸
畔兴建了一处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群畔兴建了一处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群，，
作为皇家寺院作为皇家寺院。。寺院地基高大寺院地基高大，，气宇宏气宇宏
伟伟，，因而得名高台寺因而得名高台寺。《。《西夏书事西夏书事》》记载记载::

““高台寺及周围的佛塔高台寺及周围的佛塔，，高数十丈高数十丈。。””可可
见见，，高台寺应是当时兴庆府最高的建高台寺应是当时兴庆府最高的建
筑筑。。寺成之后寺成之后，，广泛接纳僧人讲经说法广泛接纳僧人讲经说法
并用西夏文翻译从北宋都城汴梁迎请的并用西夏文翻译从北宋都城汴梁迎请的
《《大藏经大藏经》。》。由于香火兴盛由于香火兴盛，，来往香客和来往香客和
游人不断游人不断，，久而久之久而久之，，高台寺便成为了一高台寺便成为了一
处远近闻名的胜迹处远近闻名的胜迹。。10271027 年西夏灭国年西夏灭国，，
兴庆府遭到蒙古军队屠城兴庆府遭到蒙古军队屠城，，高台寺也就高台寺也就
成了一座废寺成了一座废寺。。元代建立后元代建立后，，在宁夏在宁夏““立立
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后改立后改立““宁夏宁夏
行中书省行中书省””。。元代的行中书省主要作为元代的行中书省主要作为
军事管理及行政机构军事管理及行政机构，，掌管所辖省内的掌管所辖省内的
钱粮钱粮、、兵甲兵甲、、屯种屯种、、漕运及其他军政事漕运及其他军政事
务务。。宁夏行中书省就设在西夏的旧都城宁夏行中书省就设在西夏的旧都城
兴庆府兴庆府，，因靠近黄河因靠近黄河，，后为水所淹后为水所淹。。于是于是
又在城西靠近贺兰山的地方筑造了一座又在城西靠近贺兰山的地方筑造了一座
新城新城，，新城位置高于旧城新城位置高于旧城，，故称新城为故称新城为

““上省上省””，，废城为废城为““下省下省””。。据明代修撰的据明代修撰的
《《宁夏志宁夏志》》记载记载：：““高台寺高台寺，，故城尚在故城尚在，，问之问之
老者老者，，元时呼为元时呼为‘‘下省下省’’，，今谓之高台今谓之高台
寺寺””。。到了明代到了明代，，高台寺所在的高台寺所在的““故城尚故城尚
在在””，，自然也就成了文人骚客登临凭吊自然也就成了文人骚客登临凭吊、、
观览河山的一个好去处观览河山的一个好去处，，因之也留下了因之也留下了
许多吟咏高台寺的诗作许多吟咏高台寺的诗作。。其中明靖庆王其中明靖庆王
朱旃之子朱秩炅就写有朱旃之子朱秩炅就写有《《高台寺八咏高台寺八咏》，》，
分别冠以分别冠以““兰阜秋容兰阜秋容”“”“大河春浪大河春浪”“”“渔村渔村
夕照夕照”“”“渠上良田渠上良田”“”“废垒寒烟废垒寒烟”“”“庄前丛庄前丛
柳柳”“”“古寺晨钟古寺晨钟”“”“秋郊晚笛秋郊晚笛””之名之名。。单从单从
这些诗名来看这些诗名来看，，就充满了诗情画意就充满了诗情画意。。其其
中中““废垒寒烟废垒寒烟””通过高台寺的兴废通过高台寺的兴废，，寄托寄托
了诗人的情思了诗人的情思：：

目极颓垣落照边目极颓垣落照边，，
伯图寂寞惨寒烟伯图寂寞惨寒烟。。
凄凄半混苔痕合凄凄半混苔痕合，，

漠漠遥同野色连漠漠遥同野色连。。
啼鸟不知亡国恨啼鸟不知亡国恨，，
晚花犹乞过人怜晚花犹乞过人怜。。
强兵战胜今何在强兵战胜今何在，，
赢得虚名入史编赢得虚名入史编。。
诗意虽然低沉诗意虽然低沉，，但道出了兴亡的规但道出了兴亡的规

律律，，发出了发出了““强兵战胜今何在强兵战胜今何在，，赢得虚名赢得虚名
入史编入史编””的感叹的感叹，，发人深思发人深思。《。《高台寺八高台寺八
咏咏》》亦作亦作《《高台寺八韵高台寺八韵》》载于载于《《弘治宁夏新弘治宁夏新
志志》》卷八杂咏类卷八杂咏类。。朱秩炅很有文采朱秩炅很有文采，，所作所作
的八首诗对明代高台寺周边景致作了较的八首诗对明代高台寺周边景致作了较
为详尽的描述为详尽的描述，，有兰山黄水有兰山黄水，，有渔村良有渔村良
田田，，更有更有““秋容秋容”“”“丛柳丛柳”“”“晨钟晨钟”“”“夕照夕照””等等
具体景象具体景象，，为后人了解当时高台寺的场为后人了解当时高台寺的场
景等情形提供了真实景等情形提供了真实““影像影像””。。

到了明中期嘉靖年间到了明中期嘉靖年间，，担任宁夏巡抚担任宁夏巡抚
的杨守礼的杨守礼，，公干之余也来到了高台寺旧址公干之余也来到了高台寺旧址
游览游览，，时值春天时值春天，，风和景明风和景明，，杨守礼兴之所杨守礼兴之所
至至，，写下了一首七律写下了一首七律《《春日登高台寺春日登高台寺》：》：

元戎招饮高台寺元戎招饮高台寺，，
马首春风入面和马首春风入面和。。
草树万家分绿野草树万家分绿野，，
云山千里间黄河云山千里间黄河。。
老来较射犹能壮老来较射犹能壮，，
兴到吟诗不厌多兴到吟诗不厌多。。
文武同官俱塞外文武同官俱塞外，，
好将忠义共磋磨好将忠义共磋磨。。
诗前有小序诗前有小序，，对高台寺的情况及景对高台寺的情况及景

致有简略的交代致有简略的交代：：““高台寺在城东十五高台寺在城东十五
里里。。夏寺废夏寺废，，台高三丈台高三丈，，庆恭王重修之庆恭王重修之。。
下有大湖千顷下有大湖千顷，，山光水色山光水色，，一望豁然一望豁然。。””
庆庆恭王即朱旃的四世孙朱寘錖恭王即朱旃的四世孙朱寘錖 ，，14911491年年
至至 14981498年在位年在位，，离杨守礼出任宁夏巡抚离杨守礼出任宁夏巡抚
（（明嘉靖十八年明嘉靖十八年，，即即 15391539年年））不过不过 4040多年多年
时间时间，，由此可知高台寺重修也不过由此可知高台寺重修也不过 4040余余
年年，，应该还是比较新的应该还是比较新的。。杨守礼登临高台杨守礼登临高台
寺寺，，抚今忆昔抚今忆昔，，江山依旧江山依旧；；借古抒怀借古抒怀，，不忘忠不忘忠
义义。。寄寓了作者身处塞外寄寓了作者身处塞外，，老当益壮老当益壮，，仍然仍然
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跟随杨守礼的游击跟随杨守礼的游击
将军傅钟将军傅钟、、协守副总兵陶希皋协守副总兵陶希皋、、户部郎中户部郎中
高高翀也分别依韵酬翀也分别依韵酬和了一首七律和了一首七律《《春日登春日登
高台寺次韵高台寺次韵》。》。

傅钟的诗是傅钟的诗是：：
公余携酒寻幽地公余携酒寻幽地，，
百卉生香见气和百卉生香见气和。。
槛外水光连碧汉槛外水光连碧汉，，
云边雁影渡黄河云边雁影渡黄河。。
旗亭烽火从今少旗亭烽火从今少，，
柏府恩波到处多柏府恩波到处多。。
共喜当朝有贤辅共喜当朝有贤辅，，
匣中宝剑不须磨匣中宝剑不须磨。。
陶希皋的诗是陶希皋的诗是：：
中丞出郭登台眺中丞出郭登台眺，，
古寺寻芳日正和古寺寻芳日正和。。
活水乱流成野渡活水乱流成野渡，，
夭桃交放映长河夭桃交放映长河。。
七言泣鬼珠玑灿七言泣鬼珠玑灿，，
百步穿杨巧力多百步穿杨巧力多。。
柏府才雄文更武柏府才雄文更武，，
每将长剑倚天磨每将长剑倚天磨。。
高翀的诗是高翀的诗是：：
承天寺与高台接承天寺与高台接，，
侵坐花光鸟语和侵坐花光鸟语和。。
石室林堂娱将相石室林堂娱将相，，
锦袍玉带照山河锦袍玉带照山河。。
谈禅出世登临绝谈禅出世登临绝，，
抚景题诗感慨多抚景题诗感慨多。。
愧我孤游时拔剑愧我孤游时拔剑，，
壒尘蔽斗自须磨壒尘蔽斗自须磨。。
以上三首诗俱是酬和之作以上三首诗俱是酬和之作，，对主官对主官

杨守礼多有赞誉杨守礼多有赞誉，，但内容也有对春日高但内容也有对春日高
台寺风光的描摹台寺风光的描摹，，冀此抒发了戍守塞上冀此抒发了戍守塞上、、
御敌效国的忠贞之志御敌效国的忠贞之志，，在明朝边患严重在明朝边患严重
的的特殊年代具有提振士气的作用特殊年代具有提振士气的作用。。杨守礼杨守礼
等等 44人的诗作皆选自于人的诗作皆选自于《《嘉靖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
卷二卷二““宁夏总镇宁夏总镇··寺观寺观””。。

到了清初到了清初，，高台寺依然是僧房佛阁高台寺依然是僧房佛阁
云集云集，，香火旺盛香火旺盛；；四周山水相望四周山水相望，，清渠围清渠围
绕绕，，是宁夏府城近郊游览观光的一处名是宁夏府城近郊游览观光的一处名
胜之地胜之地，，终岁游人不断终岁游人不断。。清代清代““八景八景””盛盛
行行，，官府文人更是把官府文人更是把““高台梵刹高台梵刹””列为宁列为宁
夏一景夏一景，，多有吟咏多有吟咏。《。《乾隆宁夏府志乾隆宁夏府志》》卷二卷二
十一十一““艺文艺文··诗诗””就录有多首这类的诗就录有多首这类的诗
作作。。如雍正年间曾任宁夏知府江世琳如雍正年间曾任宁夏知府江世琳、、

宁夏贡生胡秉正的同题诗宁夏贡生胡秉正的同题诗《《登高台寺登高台寺》，》，
乾隆年间宁朔县廪生任岳宗乾隆年间宁朔县廪生任岳宗、、文人王宋文人王宋
荫及乾隆时举人武溥荫及乾隆时举人武溥、《、《宁夏府志宁夏府志》》编辑编辑
张映梓的同题诗张映梓的同题诗《《高台梵刹高台梵刹》，》，佚名诗人佚名诗人
《《九日登高台寺九日登高台寺》》等等等等。。

胡秉正曾任庆阳府环县训导胡秉正曾任庆阳府环县训导，，““有有
才藻才藻，，工诗文工诗文””，，他的他的《《登高台寺登高台寺》》是一首是一首
七律七律：：

路入精蓝最上层路入精蓝最上层，，
开轩容我一相凭开轩容我一相凭。。
云霏西岭兼天净云霏西岭兼天净，，
树绕南湖映水澄树绕南湖映水澄。。
灏气盘旋怜野鹤灏气盘旋怜野鹤，，
禅机清远愧闲僧禅机清远愧闲僧。。
数杯茶罢诗情泼数杯茶罢诗情泼，，
长咏还看皓月升长咏还看皓月升。。
任岳宗的任岳宗的《《高台梵刹高台梵刹》》也有特色也有特色：：
花园细路指高台花园细路指高台，，
闻说当年帝子来闻说当年帝子来。。
玉辇春荑留仿佛玉辇春荑留仿佛，，
香楼阁道剩崔嵬香楼阁道剩崔嵬。。
上方钟声烟霞合上方钟声烟霞合，，
晴野川原日月开晴野川原日月开。。
临眺不禁怀古思临眺不禁怀古思，，
聊凭象教恣徘徊聊凭象教恣徘徊。。
从所举诗中可以看出从所举诗中可以看出，，清人的诗多清人的诗多

是写景是写景，，聊表怀古抒情之意聊表怀古抒情之意，，也多含有慕也多含有慕
““禅禅””的意思的意思，，全无明代诗人边塞豪迈全无明代诗人边塞豪迈、、报报
效国家的情状效国家的情状，，似乎进入了一种安逸状似乎进入了一种安逸状
态态，，或许与或许与““清风不识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何必乱翻书””引引
发的严苛专制有关发的严苛专制有关，，束缚了文人的思想束缚了文人的思想，，
这也是早期清诗不如明诗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早期清诗不如明诗的原因之一。。

高台寺随着时间的演进高台寺随着时间的演进，，日渐颓圮日渐颓圮，，
清末民国又历经战火清末民国又历经战火，，直至后来的直至后来的““破四破四
旧旧””劫难劫难，，最终使高台寺化为最终使高台寺化为““沧海桑沧海桑
田田””，，只剩下了一个名号只剩下了一个名号。。进入进入 2121世纪世纪，，
随着城市的迅猛发展随着城市的迅猛发展，，高台寺的原址已高台寺的原址已
并入市区并入市区，，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林立其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林立其
间间，，散发着现代气息散发着现代气息，，名称虽在名称虽在，，但早已但早已

““脱胎换骨脱胎换骨””。。面对此地此景面对此地此景，，喜欢地方喜欢地方
史的人们只能遐思一番史的人们只能遐思一番，，发一发发一发““思古之思古之
幽情幽情””了了。。


